
“天量”逆回购驰援 税期冲击被“强平”

□

本报记者 张勤峰

2019年首次降准过后， 央行逆回购

操作量又打破历史纪录， 本周央行双管

齐下，持续加大流动性投放力度。 分析人

士认为， 得益于央行大力度和前瞻性的

操作安排，春节前流动性基本无忧，节后

改善值得期待；2019年一季度流动性形

势基本明朗，流动性环境利好市场利率中

枢进一步下行。

3天投放量不亚于降准1个百分点

新年伊始，全面降准、定向中期借贷

便利操作（TMLF）、普惠金融定向降准

动态考核，央行出台一系列的操作安排让

人眼花缭乱。本周央行又拿出了最拿手的

公开市场操作。

1月14日， 央行重启公开市场操作，

当日开展两品种共1000亿元逆回购交

易；15日，央行逆回购交易量进一步增至

1800亿元；16日， 交易量直接创出 “天

量” ———5700亿元，改写了单笔央行逆回

购操作量历史记录。 仅仅3天，央行通过

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投放8500亿元资

金，投放力度甚至超过了1月15日降准0.5

个百分点。

根据央行先前的安排，1月下调金融

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分两次实施，其中，1月

15日和1月25日分别下调0.5个百分点。央

行有关负责人透露，此次降准将释放资金

约1.5万亿元。 简单估算，15日的降准大约

可释放资金7500亿元左右。

将降准和央行逆回购操作合并考虑，

本周前3天， 央行已投放约1.6万亿元，短

期释放的流动性规模不亚于一次性全面

降准1个百分点。

一季度流动性形势明朗

分析人士认为，近期银行体系流动性

的耗损不少，央行在降准之外，又大力度

开展公开市场操作既是合理的也是必要

的，并非“大水漫灌” 。

值得一提的是， 最近3天央行公开市

场交易公告均提到税期因素对流动性的

影响。 例如，15日公告称，“从历年规律

看，1月份是税收大月。 目前已进入1月份

税收高峰期， 预计未来几日银行体系流

动性总量下降较快。 ” 16日公告称，“目

前仍处于税期高峰，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

下行较快。 ” 央行强调，近期的公开市场

操作，仍是为了“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

合理充裕” 。

当前正处在季度税期高峰， 财税征

缴入库规模可能在万亿元级别。同时，15

日有3900亿元MLF到期，本周有1100亿

元央行逆回购到期。14日当天有100亿元

国债缴款。 另外，第三方支付机构备付金

上交大限已至， 也会造成一定规模的流

动性冻结。

由此可见， 虽然央行一手降准一手

逆回购，3天投放了约1.6万亿元。但财政

收税、央行逆回购和MLF到期、政府债

券发行缴款、第三方支付机构备付金交

存等几项加起来，也远超过1万亿元。 两

相抵充，实际净投放极有限，算不上“大

水漫灌” 。

央行已预告， 将在1月中下旬实施

TMLF和普惠金融定向降准，预计这两项

将投放资金5000亿元左右。 后续央行公

开市场操作也仍有发挥调节流动性边际

波动的空间。

得益于央行多措并举，春节前流动性

基本无忧，节后流动性很可能呈现季节性

的偏松态势。整个一季度流动性形势趋于

明朗， 资金面保持相对宽松是大概率事

件。 春节后，货币市场利率运行中枢有可

能进一步下移。

16日，货币市场利率基本结束了上周

后半周以来的上行势头，波动趋缓。 银行

间市场代表性的7天期回购利率DR007小

幅下行3bp至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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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头狂欢：债市牛蹄仍疾奔

□

本报记者 王姣

2019年以来，本轮债券牛市行情更显

火热。 1月16日，债券一、二级市场联袂走

强，国债期货强势拉升，当天10年期国债

活跃券收益率大幅下行5个基点，10年期

国债期货主力合约收盘大涨0.57%， 彰显

多头热情仍在升温。

市场人士指出， 央行降准后再实施

5700亿元逆回购，继续彰显对资金面的呵

护之情，一级发行火爆也有助于提振二级

市场情绪，不过随着10年期国债利率逼近

3%关口， 短期内债市回调的压力也可能

增大，一方面，货币政策并非大水漫灌，春

节前资金面仍有波动加大的可能；另一方

面，上月社融数据好于预期，显示宽信用

正逐渐显效，叠加风险偏好修复，风险资

产反弹将压制债市表现。

期现双双表现强势

1月16日， 债券市场多头热情再度升

温，期现双双表现强势。

期货方面，中金所国债期货市场高开

后开启单边市，全日大幅走高，截至收盘，

10年期主力合约T1903大涨 0.57%报

98.295元，创近9个月最大单日涨幅，其盘

中最高上探98.32元，涨幅一度接近0.6%。

此外，5年期主力TF1903同步大涨0.35%

报99.865元；2年期主力涨0.14%。

现货方面，二级市场盘中再现急涨，

现券收益率大幅下行，10年期国债活跃

券 180019 收 益 率 午 后 快 速 下 探 至

3.09%，较前收盘价大幅下行5BP；同时，

10年期国开债活跃券180210收益率日内

从3.605%下行至3.5725%， 较前收盘价

下行3.5个基点。

一级市场同样表现火热。 当日上午，

财政部发行的1年、10年期国债中标利率

分别为2.31%、3.0328%，全场倍数分别为

3.18、3.13。下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发行的

三期金融债需求同样不俗，其中标利率均

低于前日到期收益率10bp以上，1年、10

年期品种均出现机构博边际情形。

警惕高位回调

在业内人士看来，债市多头热情再度

升温，主要因央行近期操作再度彰显宽货

币预期。

15日降准后央行再施大额逆回购操

作，16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补水” 5700

亿元，这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央行逆

回购操作，当日实现净投放5600亿元。 与

此同时， 月内第二次降准、“特麻辣粉”

（TMLF）、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已在候场。

中泰证券固收研究团队在最新研报

中指出，2018年12月债券市场的整体杠

杆率达到109%，较前期小幅回升。投资者

对资金面充裕宽松的一致预期是杠杆率

在上月出现上升的重要原因，央行在2018

年12月中下旬加大了公开市场操作力度，

而降准预期也不断发酵，进一步加深了投

资者的交易热情，推动杠杆回升。

不过连续大涨后市场对债市回调

的担忧也有所增加。 申万宏源证券固收

研究团队称，“对于债市，我们继续提示

关注短期风险偏好修复以及节前资金

面波动引发债市调整的可能，在资金面

宽松、通胀回落、经济下行、汇率预期企

稳等利好因素逐步得到确认之后，债市

缺乏更强的利多带动。 ” 不过该团队同

时指出，短期虽有调整，但债牛未完，维

持2019年10年国债收益率低点3%的判

断不变。

天风证券宏观宋雪涛团队进一步指

出，从基本面看，一季度稳增长政策集中

落地、专项债放量发行、贸易关系缓和，以

及金融数据出现筑底修复，整体上是风险

资产的修复期。

反向指标唱多 黄金还能“闪”多久

□

本报记者 马爽

“黄金涨了这么多了，还能不能买？ ”

投资者小同正在为即将到手的年终奖寻找

一个好的去处。

自 2018年 11月中旬创下阶段新低

1202.4美元/盎司之后，COMEX黄金期货

主力合约犹如插上反弹的翅膀，2019年1月

4日盘中一度上破1300美元/盎司关口，区

间累计涨逾8%， 目前则围绕1290美元/盎

司一线展开震荡。

在金价连续攀升的同时， 不少华尔街

投行也纷纷开始唱多， 而一向看涨金价的

“反向指标王” 高盛近期也又有新举动，该

行上调2019年金价至1425美元/盎司，这将

是五年多来未曾见到的水平。

这一次，高盛是否还会看走眼呢？

金价涨势喜人

元旦以来，COMEX黄金期货主力合

约整体维持高位震荡，1月4日盘中一度上

破千三关口至1300.4美元/盎司，较2018年

11月13日盘中创下的阶段新低1202.4美元

/盎司，累计上涨98元或8.15%，随后则维持

1280-1300美元/盎司区间运行。

“本轮金价上涨主要是受市场预期美

联储放缓加息影响， 而该预期主要与美国

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不佳、 通胀不高同时

金融市场避险情绪强烈有关。”南华期货贵

金属分析师薛娜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中信建投期货分析师王彦青认为，本

轮金价上涨主要是受两方面因素驱动。 一

方面，美国财政刺激效用逐渐降低，美国

经济数据难以维持强劲局面，市场对经济

预期转差导致美股大幅下挫，黄金的避险

需求得到提升。 另一方面，受金融环境收

紧、国际贸易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世界

经济增速或放缓，随之而来的是资产收益

率回落，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两月已

下行超50个BP，这也意味着黄金的相对收

益率提升。

从交易仓位变化方面来看， 中大期货

贵金属分析师赵晓君表示，2018年二三季

度超预期的美国强劲经济复苏势头以及在

缩表、加息的背景下，强势美元和弱势美债

极大的压制金价表现，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

委员会(CFTC)的极端基金净空持仓充分反

映了利空预期， 这也使得一旦预期反转将

使得拥挤的空头头寸逆转。

“反向指标王”又来唱多

金价不断走升也吸引不少华尔街投行

加入看涨阵营。

加拿大皇家银行大宗商品策略师

Christopher� Louney表示，股市波动加剧

正在改变黄金与美元的关系， 表明投资者

因担心其他市场动荡， 正转向黄金这一避

险资产。该行预计2019年全年金价将走高，

第一季度为1333美元/盎司。

世界黄金协会预计， 过去两年中出现

的许多全球动态以及2018年后期出现的风

险将会延续下去。 该机构认为，市场不确定

性增加以及保护主义政策的发酵将使黄金

作为避险工具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不仅如此，一向看涨金价的“反向指标

王” 高盛也有了新举动，该行在1月10日报

告中大幅上调金价预估。以Jeffrey� Currie

为首的高盛分析师团队在一份报告中写

道， 由于美联储按兵不动且政策不确定性

增加，将未来三个月、六个月和12个月的金

价预估从1250美元/盎司、1300美元/盎司

和1350美元/盎司分别上调至1325美元/盎

司、1375美元/盎司和1425美元/盎司。

“金价能否延续上涨需要此前市场

预期的美国经济衰退倒逼美联储退出货

币政策的逻辑得以验证， 进而引发美债

利率进一步回落以及美元贬值。 此外，美

联储官员讲话以及会议纪要也纷纷从侧

面开始美联储加息周期可能告一段落的

可能性。 因此， 黄金仍具备一定上涨动

能。 ” 赵晓君表示。

王彦青则认为，虽然目前来看金价后

期还有上行空间 ， 但2019年金价涨至

1425美元/盎司的概率仍不大。 近期，美

联储态度虽然有所软化，但考虑到目前美

国经济仍在扩张，失业率处于低位，核心

通胀仍在2%以上， 美联储缩表的进程难

以打断，而降息的可能性则更小，因此金

价的支撑有限。

薛娜也表示，近期，美联储主席鲍威

尔等多位高官均发表鸽派言论称对加息

有耐心，市场的恐慌情绪已显著改善。 此

外，美国就业数据仍强劲，房地产指标也

只是最近有部分出现放缓，放缓加息将为

经济增长提供动力，预计2019年美国经济

仍将保持正增长， 加息在放缓但尚未结

束，并可能持续很长时间。 因此对金价没

有高盛那么乐观。

投资者还能买吗

站在目前时点来看，赵晓君表示，国际

贸易局势能否有所突破至关重要， 无论对

新兴市场还是美国都会产生冲击。 此外，在

欧元区、新兴市场仍疲乏的情况下，美国能

否独善其身也是关乎到美元、 美债走势的

关键因素。

王彦青也认为， 未来美国经济数据是

否能继续坚挺， 将关系美联储的决定。 此

外，国际贸易局势会否更加紧张，这关系着

世界经济增长前景。

展望后市，赵晓君表示，从目前来看，

美国经济复苏较其他经济体仍韧性十足，

在欧元区内部矛盾以及新兴市场受制于

国际贸易局势复杂化的格局下，美国相对

优势仍较大，这也使得美元高位震荡概率

较大， 美债短期避险买盘并不能持续，虽

然长短利差仍可能继续收窄。鉴于美债弱

势、美元相对强势的格局下，人民币计价

黄金将会有更好的表现，但仍维持宽幅震

荡格局，除非出现重大风险事件，比如美

国一旦陷入衰退，其他经济体也难以背道

而驰，在全球经济疲弱格局下，实际利率

带动的通缩预期也将打压金价。 因此，目

前来看，黄金仍属于短期反弹、中期宽幅

震荡的格局。

王彦青也认为， 虽然目前全球经济增

长的动能正在衰减是不争的事实， 但也难

言有重大经济风险， 若数据持续验证经济

转弱趋势， 全球流动性从收紧再度转为宽

松，那么贵金属才将大有作为，而现在说黄

金开启牛市还为之过早。 由于金价处于相

对低位，且目前下跌的风险较小，投资者可

将黄金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 可以较好

地帮助投资者的资产保值、增值。

“贵金属大牛市需要大宗商品总体牛

市氛围或美联储降息带来的投机性需

求。 ” 薛娜表示，预计目前距离美联储降息

仍有较长时间，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令大宗

商品需求疲软，供给侧改革减少了供应，在

供需两弱背景下，商品难走牛，贵金属牛市

行情大概率也需等待。 中短线投资者可更

多关注黄金阶段性行情。 而长线投资者可

配置一定的黄金，以对冲股市下跌、人民币

贬值等风险。

■

观点链接

银河期货：金银存在上升动力

目前， 市场认为美国经济或将出现下

滑，因此，美联储应该停止加息，这与美联

储公布的预期加息

2

次存在差距。若美联储

明确表示将继续减少加息次数的话， 则金

银将存在更强的上升动力。

中银国际期货：金价高位盘整

受众多利好因素支撑， 黄金连续第四

周收涨，创下

2018

年

10

月以来最长周连涨。

其中，美元走势疲软是支撑黄金上涨主因。

然而， 由于黄金近期上涨后有陷入停滞迹

象， 金价在

1280-1300

美元

/

盎司一带盘整

的可能性较大。

中国银行：黄金买盘需求变化不大

近期， 金价继续在

1280-1300

美元

/

盎

司区间展开高位震荡， 显示买盘需求并没

有很明显。 英国脱欧协议被否决之后风险

情绪有所回落，市场认为除了无协议脱欧，

“软脱欧” 或不脱欧等结果都算是好消息。

目前围绕英国脱欧最大的风险点是一天后

的不信任投票，如果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可

以挺过工党的不信任投票， 则预期市场避

险情绪会有所下降， 黄金可能会承压。 不

过，美联储官员发表鸽派发言、德国

GDP

增

速低于预期、 德拉吉发表鸽派讲话等可能

会支撑黄金，因此预计黄金仍将维持震荡，

需观察后市英国脱欧情况。（马爽 整理）

■

记者观察

投资者期权普及教育亟待加强

□

本报记者 张利静

近日，国内商品期权市场

又添“新丁”，在原先成熟的商

品期货品种中， 天然橡胶期

货、棉花期货、玉米期货变身

期权梯队新成员。 至此，国内

共计推出了七个场内期权产

品，此前推出的四个期权产品

包括豆粕期权、 白糖期权、铜

期权等三个商品期权，以及上

证

50ETF

期权这一金融期权。

国内期权市场交投与其

他成熟市场相比相对 “惨淡”，

但交易量的不断提升之趋势也

很明显。 据统计， 金融期权方

面，

2018

年

50ETF

期权市场规

模大幅增加， 全年日成交量为

129

万手，日持仓量为

177

万手。

商品期权方面， 豆粕期权日成

交量为

10.5

万手， 日持仓量为

46

万手； 白糖期权日成交量为

3.8

万手，日持仓量为

23.3

万手；

铜期权日均成交量达到

2.9

万

手，日持仓量达到

3.5

万手。

场内期权市场规模的提

升，显示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

投资者开始关注期权。 自

2015

年我国期权市场起步以来，期权

投资者对期权市场的认识和应

用也不断成熟。 但对包括金融

投资机构、产业企业客户乃至个

人投资者来说，期权投资知识欠

缺仍是普遍现象。

市场流动性是判断一个

市场成熟程度的重要指标，对

期权市场来说尤为如此。唯其

如此，期权才能较好地发挥其

风险管理及财富管理功能。

从投资者类型来说，期权

市场参与者按照投资需求可

以分为提供市场流动性并从

中赚取差价的做市商、有对冲

价格波动风险需求的产业企

业、 有避险需求的金融机构、

个人投资者；按照投资方式又

可以分为单纯的方向投机者

以及针对波动率进行投机的

投资者。

对上述投资者来说，在明

确交易目的之后，根据自身特

点、结合自身实际去了解相关

期权知识并构建投资策略，是

其成功应用期权工具的关键。

其中除了专业的金融机构及

做市商对期权具有相对成熟

的认识、甚至拥有自己的模型

和交易方法之外，大量的个人

投资者和产业客户迫切需要

期权知识普及。

当前，很多期货公司组建

了专业的期权队伍，并采取多

种形式开展期权知识普及工

作。但若要真正提高客户的参

与度和专业度，只有从结合客

户的实际情况入手，将专业的

期权知识通俗化、大众化地进

行传播，否则，只会让其在大

量的专业理论、希腊字母以及

各种策略图形中不知所措。

一个新的产品，投资者常

常会经历 “观望—熟悉—参

与”这样的过程，场内期权产

品推出三年多以来，虽然整体

成交量尚显不足，但品种不断

增加、各品种客户开户数量及

成交持仓逐步递增的趋势彰

显了期权市场的活力。在此背

景下，期权投资者普及教育工

作亟待加强，投资者教育需要

与市场机制共同推进， 未来，

多层次市场对金融机构的风

控能力、产品及服务能力也将

带来挑战。

大商所：

加快航运期货品种研发上市

□

本报记者 王朱莹

近日， 大连商品交易所

（以下简称“大商所” ）举办

了 “中远海运物流期货业务

研修班” ，来自中远海运物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

运物流” ） 的41名管理层及

业务相关负责人参加了此次

培训。此次研修班是继大商所

与中远海运物流签署战略协

议后，双方在加强双向合作交

流、共同开展航运期货研发方

面又一项举措。 通过此次培

训，中远海运物流表示更深入

地了解了期货市场及其功能，

为继续共同推进航运期货研

发及论证做好了充分准备。

航运期货市场基础已具

记者了解到，中国是全球

最大的集装箱货物海运国，全

球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国占

据7席，每年出口集装箱货物

运量超过4000万标箱， 具备

开展航运期货交易的市场基

础。 近年来，国际海运运费大

幅波动， 给国内外航运企业、

进出口贸易企业带来经营风

险，实体企业对于上市航运期

货工具、管理价格波动具有强

烈诉求。 同时，远洋集装箱海

运市场的国际化和市场化程

度高、行业发展有序、企业竞

争充分，适合开展标准化的期

货交易。

据悉， 大商所早在2013

年就启动了采用实物交割制

度的航运期货品种研发，经过

多年研究探索，已在期货合约

和制度设计方面取得突破性

进展。 2018年11月26日，大商

所与中远海运物流签署了战

略合作协议，双方在期货交割

库设立、航运期货研发、信息

共享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

全方位合作。 近日，大商所发

布通知，设立中远海运物流仓

储配送有限公司为LLDPE、

PVC和PP期货指定交割仓

库，进一步推动合作进程。 未

来双方还将深入合作，加快航

运期货品种研发上市，服务广

大企业避险需求和航运业稳

健发展。

深入推进航运期货研发

在培训中，大商所和国投

安信期货的相关专家从不同

层面分享了期货市场发展历

程、 基础知识和交割实务经

验，介绍了多年来大商所在推

动品种工具和服务模式创新、

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水平等方

面的成功经验。除了业务知识

和规则学习外，本次培训还安

排学员实地考察大连北良港

交割仓库，让学员更直观了解

交割实务。

参加培训的中远海运物

流相关负责人认为，企业认识

到利用期货工具管理价格风

险的重要性，正在积极学习和

了解期货市场。本次培训对于

企业今后建立期货制度规范、

培养期货人才和参与期货相

关业务有很大帮助。 下一步，

中远海运物流将持续关注期

货市场，继续深入参与大商所

航运期货研发，便于航运期货

上市后更好地利用期货工具

管理运价波动的风险。

大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研修班落实了大商所与

中远海运物流的战略合作协

议，有助于提高大型国有企业

对期货市场的认识和利用水

平。 下一步，大商所将深入行

业调研和学习航运业务，邀请

中远海运物流做航运业务培

训，通过双方人员培训和业务

互通，做好航运期货品种研发

工作，进一步拓展服务实体经

济领域。

钢价节后将有反弹行情

□

本报记者 张利静

“从当下的废钢行情中， 可以明显感受

到，今年废钢的冬储行情并不理想。 ” 业内人

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不过，从产业链现状

来分析， 春节后废钢市场或将出现一波上行

行情，且涨幅或超过百元。

供需矛盾不突出

据介绍，2018年11-12月期间，因行情低

迷，且市场普遍看空2019年走势，钢厂均以

减库存为主，且一开始的冬储意愿偏低，但随

着行情恢复，目前部分企业信心稍有恢复，贸

易商操作更是谨慎。

国投安信期货分析师曹颖表示， 当前南

方终端需求依然较强劲， 加之钢厂陆续出台

冬储政策后，对贸易需求稍有提振，因此整体

钢材需求表现仍好于预期。 而高炉开工基本

维持偏低水平，电弧炉开工也较弱，因此钢材

库存累积幅度依然不及预期。

现货市场上，上周，钢材现货小幅下跌，螺

纹全国均价下跌21元至4041元/吨， 热卷下跌

10元至3742元/吨。 上周螺纹社会库存增9.4%，

厂库降6.6%； 热卷社会库存增3.8%， 厂库降

0.2%，累库幅度不及预期。“上海线螺采购从2.5

万吨回升至2.9万吨， 目前表现依然强于往年。

各钢厂陆续发布的冬储政策力度并不算大，侧

面说明钢厂的库存压力不大。 ”曹颖表示。

钢铁供给方面， 受空气影响全国高炉开

工仍偏低。 上周，唐山高炉开工增加2.44%至

53.66%，全国增加0.13%至64.36%。 全国高

炉产能利用率上周自80.66%小升至80.8%。

螺纹毛利从831回升至920元/吨， 毛利率

24.5%，热卷毛利回升至700元/吨。

曹颖分析称，综合来看，冬季空气质量较差导

致高炉开工低位，废钢添加去化导致粗钢供应下

滑；需求端目前表现仍好于预期，冬储的刚性需

求仍存，故钢材供需目前虽然矛盾不突出，但低

库存、大基差的盘面钢价震荡反弹的概率较大。

节后反弹概率大

从钢厂利润来看，据部分钢厂反馈，目前

短流程炼钢基本处于亏损线上下， 长流程炼

钢盈利空间尚有100-300元/吨不等。金联创

钢铁分析师江润芹表示， 基于市场大环境的

不景气，废钢边际效益降至冰点，当然也有各

钢厂生产工艺、 采购成本及限产等方方面面

的差异形成了目前市场的分歧走势。

从废钢市场来看，据金联创调研，目前国

内多数钢厂废钢消耗周期集中在7-20天不等，

主导钢厂处于中等水平的居多， 个别大型企业

消耗周期达到30-40天（属于日常备库水平）。

“而春节前后废钢到货存在大约15天的

空档期，局部空档期或更长，对钢厂来说，目

前的库存水平并不高， 节后存在明显的上调

趋势。 2016年至今，每年节后开市，均以上调

吸货行情为主。 ” 江润芹介绍，不过，虽然看

涨节后市场，但贸易商操作仍然谨慎，主因在

于钢材现货走势并不明朗，总之，废钢的景气

度依旧取决于钢厂的盈利水平。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易盛农期指数

941.6 946.6 938.9 945.49 4.69 942.7

易盛农基指数

1189.8 1197.59 1189.8 1196.46 4.27 1195.28

指数名 开盘 收盘 最高价 最低价 前收盘 涨跌 涨跌幅(%)

83.25 83.01 0.24 0.29

商品期货指数

947.89 951.88 952.76 947.12 948.2 3.68 0.39

农产品期货指数

823.14 821.86 824.43 817.9 823.06 -1.2 -0.15

油脂期货指数

458.8 458.6 459.97 457.16 458.89 -0.29 -0.06

粮食期货指数

1194.84 1198.05 1200.3 1186.5 1194.93 3.12 0.26

软商品期货指数

756.09 761.75 763.17 755.17 755.26 6.49 0.86

工业品期货指数

1000.72 1007.69 1008.85 1000.03 1001.31 6.38 0.64

能化期货指数

672.32 677.93 679.55 671.94 672.29 5.64 0.84

钢铁期货指数

1094.14 1097.76 1099.87 1091.24 1094.92 2.84 0.26

建材期货指数

969.24 974.3 975.22 967.94 969.07 5.23 0.54

商品综合指数


